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优质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一

老舍是一个极富有幽默感的人，他有时将幽默当作一种武器，
有时将幽默用作一种包容。如在《挤火车》中，用幽默来讽
刺当时社会的一些丑陋行径;而在《洋娃娃，四十分》中，其
幽默却体现着老舍的包容与厚爱。

在《小学生老舍读本》这本书中，我印像最深的是老舍的'那篇
《挤火车》，他通过主角王先生挤火车的生动细节描写，来
专门讽刺那些挤火车、抢烧鸡勇往直前，敢于拼命，而听
到“日本”两字就没有喊打勇气的人，来抨击当时社会上的
某些人，在小事上敢于打拼，在大义上面前却严重缺钙的陋
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期待，那就是做人就要做硬气的
人，做一个有气节的人，做大义面前勇往直前的人。

还有舒立写的《洋娃娃，四十分》，也令我感触最深的，这
篇文章中描述了其父老舍经常送她洋娃娃，各种各样应有尽
有，使她在洋娃娃伴随中快乐成长。一次，舒立在珠算测试
中考了四十分，但老舍不但没打没骂，反而幽默的说自己小
时候连四十分都考不到，待舒立长大后，才知父亲数学一直
很优秀，才如梦初醒。文中表达了老舍用幽默来让女儿在快
乐中成长，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才。我想，如今的父
母，如果都能这样该多好！那我们就可以尽情放飞心中的梦
想。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二

其实，书都挺好看的，内容丰富，耐人寻味。但有一本书带
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感动，于是心里最柔软的位置里放着
它——《目送》。

翻开清爽养眼的浅绿色封面，我看向书的代序。序的构思异
常精巧，作者龙应台由放在抽屉角落里的一盒首饰，引出对
母亲的回忆。才看了几行，目光就被她柔婉细腻的文字吸引
住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母女之间深情的对话是那样的真实
感人，它拨动了我的心弦。顷刻间，我爱上了《目送》的文
字。

如此动人的文字也一定出于一个拥有美丽心灵的人。我原先
不怎么了解作者，但之后的文章里慢慢流露出了她的内心世
界。

第一篇文章就是《目送》。我怀着沉静的心情读了一遍又一
遍，却丝毫不觉得腻烦。每一遍过后，似乎都有丝丝缕缕更
深的感触。文章写了两类目送，一类是目送儿子逐渐长大的
背影，第二类是目送父亲逐渐年老、远去的背影。作者对儿
子的感情无疑是不舍、牵挂而又落寞的，对父亲的感情是哀
痛、无奈的。读着读着，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人生
路途漫漫，任何人只能是我们生命中的片段。我可以体会到，
龙应台已经把亲情、生命看得十分透彻了。所以文章虽然给
人淡淡忧伤之感，但也告诉了我们应当学会独立面对生命中
的成长，珍惜亲情和生命。

接下来的《雨儿》也令我感动。这篇文章有许多母女之间的
对话，平淡的对话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作者的母亲已年老，
记忆也衰弱了。她与母亲通电话时，总是先说：“我——是
你的女儿。”她母亲的回答使我惊讶：“雨儿?我只有一个雨
儿。”作者每次都耐心地回答母亲的问题，话中充满了柔情。
她是个极孝顺的女儿，每当回来看母亲时都把母亲当作孩子，



悉心照顾她。岁月是无情的，从文章中可以了解到龙应台的
母亲年轻时眼睛里有着的锋芒，年老后的眼神是迷离的;年轻
时能干、有力气，年老后身子愈来愈瘦弱，脚步愈来愈轻。
我看着看着，心头不禁感到酸酸的。也许，不知在哪一天，
我的母亲也会像龙应台的母亲那样记忆衰弱、身子瘦弱。但
我也一定会像龙应台那样细心照顾母亲，做个孝顺的女儿。

读龙应台散文集《目送》有感2

《目送》中的龙应台在两个身份间游走，向左是作为父母的
女儿，目送“前一代”的老去。向右是作为子女的母亲，目送
“下一代”的青春。曾经的你就是现在的我，以后的我也将
是现在的你。龙应台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化解横梗在三
代人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不仅需要善孝，也应该更多地尝试
去尊重家人。

作者的父亲“八十岁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
子跑腿”，还兴冲冲计划着带老伴环岛游，但老人开车颇出
事故，让儿女们害怕得只能没收他的车子，老人把“钥匙和
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儿女
们满足地松了一口气，庆幸以后打车出门总安全了，不知道
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
门。”作者的母亲爱美一生，七十岁时还想去隆鼻，八十岁
时女儿鼓励她去买双鞋，老人指着一双俏丽的高跟鞋，女儿
劝阻说有跟会跌倒，老人又拿起一双“尖尖的镶着金边的鞋
头”，女儿转手挑了一双平底圆头软垫的鞋，老人没了兴致。
我们常以为父母老了，背佝偻、牙不能咬、脚不能走、车不
能开、高跟鞋不能穿，都是理所当然，恰如当年父母在面对
我们青春叛逆期时那样的模样，以自己之心度亲人之腹，用
温柔封堵正是合理的诉求，一切，还堂而皇之冠之以“爱”
的名义。而所有让父母们“缴械”的理直气壮，在听到身作
医者兄弟“回想起来，他的急遽退化，是从我们不让他开车
之后开始的。”的诊断后土崩瓦解。父母，不能因为“老”，
而失去必须的注视与尊重。



面对儿子长大后的疏离，最犀利的一支笔也有难以言说的时
候。和儿子剑桥散步，兴奋地指给儿子看牛顿苹果树的后代，
儿子却一个快步冲出五步之遥，“拜托，妈，不要指，不要
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
岁的小孩”;和儿子在同一所大学，但“即使同路，他也不愿
搭我的车”，“即使同画，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
的音乐”;过马路时想牵儿子的手，儿子说“我已经十八岁了，
你真的应该克制一下要牵我的手过街的反射冲动”。这些画
面是否很是熟悉，因为倒退几十年，同样的事我们一件件都
对我们的父母做过，我们也曾嫌弃过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心
与束缚，也曾看不惯东、想不通西，也曾一心向外、独立飞
翔。因此，在有限彼此拥有的时间内，无需因“下一代”特
定时期的共通行为而落寞和酸楚，学会尊重这本属于青春的
肆意，因为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曾经的自己。或许，若干年
后，那时的他们也会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发现，其实父母过街
时伸过来的手，肥肥短短厚厚，很暖很暖。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三

散文是一中不受拘束的体裁。冰心奶奶一生就创作了很多优
秀的散文。那是自然的流露，是天性的.流露，是美的流露，
至真至纯。从学校拿回《冰心散文集》。当时看了看，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瞧，薄薄的一本，拿在手上也没有觉得有什
么沉重；白色的书页透着一股白纸特有的味道。阅读时，我
默默地看，静静地想，不知是喜还是忧。冰心奶奶并没有奢
侈的用太华丽的词语去修饰它，而是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
到里面。

《冰心散文集》中，有一篇是《我的老师》。冰心奶奶的教
师女士。老师觉得“我“什么都好，就是数学不行，降一级
又太可惜，于是，老师无论多忙，她都会抽出一个钟头，
为“我”补习数学习题，让冰心奶奶的数学成绩大大提升了。
这让我想起三年级的语文老师郑英老师。郑老师长得胖胖地，
留着一头长发，十分和蔼。无论哪个同学做错了事，都不会



责怪他。记得那时我的阅读水平不高，郑老师在百忙中，从
网上搜索了一大堆阅读理解的题目。放了学，还特地留我下
来，一道一道地把题目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听懂、读懂。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阅读水平大大提升了。

冰心奶奶那朴实无华的散文，令我陶醉。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四

“我们被外境的迁动就有如对着空中撒网，必然是空手而出，
空手而归，只是感到人间徒然，空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罢
了”，“这社会最缺从容与有情，由于缺少“从容”因此很
难见到步履雍容、见识高远的人；因为缺少“有情”则很难
看到乾坤朗朗、情趣盎然之人”，这皆是出自作者林清玄之
口，他感叹人生，心忧世界，在他的眼中终究是“人间有味
是清欢”。

林清玄在自序中写到作者的终极追求是向外不断追求生命更
高的境界，向内不断触及心灵更深的感动，作家因为留下了
作品，保留了时光，镌刻了情感，才使这一切逸去的，留下
了余音遗响，活色生香，而他固是亦然。

月光下的喇叭手，冬夜寒凉的街心，月亮很明，月茫冷溯，
街道空旷，此时一位喇叭手用那生满斑锈的伸缩喇叭奏起了
那故乡的歌。可越是思念就越是恐惧，时间在这似乎只是个
数字，三十年戎马，故乡在枪眼里成为一个名词。平淡的话
语，简单的勾勒，一个因思乡而夜吹喇叭的喇叭手跃然纸上，
试问那深沉的乡愁无法说出口时该为之奈何？只有用一斟浓
酒咽其下肚，最终还是归于平淡，作者视平淡为清欢，在清
欢中又杂入些许深情，使其“有味”。作者擅长从平淡的生
活体悟深沉的情感，从这深沉的情感中又折射出不平凡的人
间。一篇篇散文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大或小或深奥或浅显，
无不体现了人生的哲理，从而给我们以启迪，让人不由轻叹
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



此书中最令我感触深的便是他的《家家有明月清风》，在文
中他提到幸福的深刻含义——人生的幸福来自于自我心扉的
突然敞开，有如在阴云中突然阳光一线，彩虹当空，这种看
起来平淡无奇的东西，犹在一株草中看见了琼楼玉宇，是由
于心中有一座有情的宝殿。或许幸福很难，因为它需要一颗
在这繁杂的社会中仍坚守从容与有情的心，或许其实幸福也
很简单，它存在于每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只待你去
感悟，毕竟生活的本色不就是清欢吗？只看你如何将它烹
得“有滋有味”。

难道这世间只有高洁之人才具有情与从容吗？不！这道理正
如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中所说——非独贤者是有心也，贤
者能勿丧耳。试问，在这繁杂世间有多少人因钱财的诱惑而
迷失自我，失去为人之本？又有多少人在权利的追逐中，失
了那份应有的从容！每一次将那有情与从容的“暂且放下”
都似给心灵蒙上一层灰纱，一层灰纱或许薄但一次次的放下
足以让你的心暗无天日，让你无法去感悟那喇叭手心中的乡
愁，更无法体会那平淡生活中的幸福。

手捧一本《林清玄散文集》，倚于阳台的栏杆，轻抚书面，
一个个的字、一句句的话洗去了心灵的污垢，心中烦忧也渐
渐消融。是的，这是一本能抚慰人心的书，恬淡自然，没有
华丽的辞藻却在不经意间让人静心沉思，使原本浮躁不安的
心旋即安定下来，解开心中的锁，卸下心上的负担。

似水流年，总喜穿心而过，清浅岁月，在平淡岁月中日渐湿
润。请相信，人间有味是清欢，愿你在繁杂社会中仍能从容
而有情，淡然走过这有味的人间。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五

读一本好书，能使人品味许久；悟一个道理，则使人受益终
身。读了《冰心散文集》，我收获的并不止是一本好书与一
个道理如此简单，我更体会到了一种幸福，一种对童年、童



真渴望的幸福。

在冰心笔下，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浑得像军歌，生
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精锐得像戏剧对话。那清丽优美的文
字，婉约细腻的情感，通顺凝练的表达，无一不吸引我，我
的情感也随着文中情节的起浮而变化，一会欢笑，一会忧愁，
一会又思念绵绵。周围好静，静得我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

《繁星》中“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
含泪的微笑。”那是冰心充满着梦的童年，充满着童稚与幻
想的童年。“小弟弟呵，。灵魂深处的孩子呵。”更诠释出
冰心与兄弟姐妹之间那不可言喻的深情厚谊，这些是冰心充
满童稚的.渴望与幸福。

在冰心的《再寄小读者》中有这么一段话：

“山头满了阳光，日影从深密的松林中，穿射过来，幻成几
根迷潆的光柱。晴光中，一双翠鸟，低贴着潭水飞来，娇婉
地叫了几声，又掠入满缀着红豆的天青丛中。岩下远近的青
峰，隔着淡淡的云影，稳静的，重叠的排立着。嘉陵江，绿
锦似的，宛宛的向东牵引。隔江的山城，无数淡白的屋顶，
错杂的隐在淡雾里。眼前的一切，都显出安静，光明和欢喜。
”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六

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集名篇，我是在几天前开始读的，至
今已看了很多遍。每次读时内心中都有所感，可是仔细品味
时，又无法确切的明白其中的滋味。几天后，我在生活的磨
练中，品味了世事的艰难，人生的变迁，对社会、对人生渐
渐有了看法，经由这许多经历之后，在闲暇时偶尔内心会浮
现出《匆匆》上的一些话语，平淡里却蕴含至深哲理，在淡
淡的愁思里却寓意深刻。所以禁不住想写点什么出来，如果
有缘人偶然看到，能有所获，则欣欣然矣。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生命?则会有很多很多说法，可谓众说纷
纭，无所适从。然在我内心却对这个问题挥之不去，茫茫然
然，正如《匆匆》里说到：“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
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
啊?”是啊，我们懵懵懂懂的来，糊糊涂涂的走，在生命的过
程里，如一场黄梁，了无所得。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
中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若是旅途，这一站起点是生，
这一站的终点是死，没有一个死去的人会让生者明白死去后
的体验，可是死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正如我们有生，可是为
什么会恐惧死亡，我想正是源于我们对生的无知。

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说：“生有何欢，死有何苦?”。我们总要
抓住一些东西，让我们自我感觉到生命的存在。我们活的时
候，争名夺利，无休无止，我们的欲望大的可怕，我们总是
看见自我没有的，却总是看不见自我有的;我们总是追求进取，
可是却不明白休养生息。

朱自清带着这样的怅然，用不消极的心态去感悟时光的匆匆。
先生感叹，我们的日子逃去如飞。“仅有徘徊罢了，仅有匆
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是啊，何曾留有一丝一毫的痕迹呢?就算有无尽的财富，广大
的声望，可是能带走什么?终将赤裸裸的走，不留一丝痕迹。
如果只一生无尽的求取，有多少人在临终时，才猛然发现做
了一辈子欲望的奴隶，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走这一遭?这是多么
可悲啊!

当看着身边的人，有不少在无聊的工作、为了工作而工作，
浪费时间，做一些自我都不明白做的事情。也许，能得到的
只是一时的快感，但失去的确是一辈子的幸福，多么可怕，
更可悲的是竟全然不知。

“今日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可是后天很完美!很多人都死在
了明天晚上!”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这句话道出了当今社会的



残酷和现实，从侧面提醒我们每个人，要懂得珍惜。时间总
是匆匆的走，也会匆匆的来，这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但我们
能够控制自我，不要虚度年华，用我们的青春去谱写生命的
完美。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七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我满是匪夷所思。

觉得它枯燥无味，浑然不知它在讲什么。于是，丢在一边，
令它置于尘埃之中。

闲暇之余，随手一翻，竟打破了我对这本书的定义——我竟
径直看了两三个小时。

林清玄先生在借世间万物述禅之道，佛之念。他的散文文笔
流畅清新；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
力量。他的字在纸面上开出了人生的花。他常出门去散步，
去感受自然，他，是自然的歌颂者。

他，告诉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禅道。“对压伤了的芦
苇，不要折断；对点残了的蜡烛，不要吹灭。”“要为重活
的高兴；不要为死去的悲伤。”

生活，亦是禅道。与我产生共鸣的，是一篇名为《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的文章。

文章很短，只有一面。这篇文章借童年生活的趣事表达了作
者对时光流逝的婉惜与对童年的怀念。可是，时间是一去不
复返的。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般。古人，今人
都在感叹时间之迅速。我又何尝不是呢？时间，在吃饭时，
从嘴中溜走了，时间，在写作业时，从笔尖溜走了，当我们
睁开眼与太阳再见时，时间又从遮挽的手腕边溜走了。日日
夜夜，亦复如是。



时间，亦是如此无情。

我下定决心，要与时间赛跑。

是的，正如林清玄先生所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是的，光阴仍是似箭，箭箭穿心。”

“是的，日月依然如梭，梭梭滴血。”

我躺在时间的流里，这般念着。

一分钟很短，但是，一分钟比五十九秒还长，比一秒钟更长
得多，所以要珍惜每一分钟。

有的人一分钟当千百世用，有的人一分钟当一阵灰尘，一吹
即逝。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寸时光，就是一
寸命光。每一眨眼，生命也就转瞬即逝了。因此，让我们注
意当下，珍惜短暂的生命吧！

《林清玄散文集》蕴含哲理，令我回味无穷。他的题目新颖
而充满悬念，总有一股神力，将我拉进一个神奇而美丽的世
界。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八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地等了四百多年。

细腻的心情，深沉的联想，打动着一个个在这个社会沉浮的
人，心灵得以有半刻的宁静。

命运冷酷的催残他的双腿，可是他身后有默默为他付出的母



亲，几度他想不开，母亲便伤心。当他在那个地坛进行灵魂
的洗涤时，母亲便在背后默默含泪。当回到老家，看见橡树
时便想起那个操劳的母亲。母亲如繁星在史铁生黑暗的命运
大幕下默默眨着眼睛，如春水般滋润干涸的心田。那是人间
纯真的爱。

当命运继续折磨着他时，有人说他，是当代最喜欢笑的作家~

丰子恺散文集读后感篇九

深呼吸一口，合上《迟子建散文》我将它放在床头，关上灯，
准备睡觉，但迟迟都没有入梦，因为《迟子建散文》这本书
中的一些星星点点，将我快麻木的视觉一点一点地化了。

迟子建的文字很清晰，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事物，
读完之后总能感受到一股柔和的暖流进入身体，总会有那么
一小段文字吸引我的视线，引发我的深思，使人有不同的感
想，让人孤独的精神之塔，有了一丝丝，一片片的充实，获
得一个精神伴侣。

《迟子建散文》全书分为三辑，共67篇散文，长短不一，在
散文中，无论是她对环境保护的呼吁，还是对故乡的怀念，
或是对爱人的心灵寄托，或是对情亲的投入，或是对风景如
山如色地描写，她都是随性的，贴近生活的，有感触的，她
对生活的小细节，一只虫子，一个黑夜，一场球赛，一遍风
景……更是细致入微，用朴素空灵的话语记录下来，湿润了
我的心，打动了我的情。

他有《两个人的电影》中母亲的感悟，有《红绿灯下》中爱
人的离去，有《玉米人》中烤玉米的信任，有《我对黑夜的
柔情》中黑夜的思考，有《寻到都江堰》中山寺的宁静，有
《鹤之舞》中丹顶鹤的孤独，也许是这些组成了她安静的性
格，对于美的发现，可能这些给予迟子建温暖，同时也温暖
了我们与他产生共鸣。



《寻石记》是记叙文儿时调皮，把家里一块腌酸菜的石头给
砸碎了，母亲要作者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石头，母亲的气话。
作者居然当真，去寻找石头，结果听到许多传说，也许是因
为她这份执着，才会有《玉米人》中“守着自己的炉子，守
着炉子里心灵的炭火，未那些爱我作品的读者(哪怕是少输)，
精心培制粮食。”的打动吧！

通过她的文字，我看到了萨尔图落日的优美，听到了西栅的
梆声的悠远，闻到了风雨的灿烂，触到了作者世界的雪，尝
到了作者故乡的吃食。因为她对生活的向上简单，安静，对
我也有几分影响，我深深地被她的情感所带动起来，可能这
就是为什么我每晚坚持读她的书的原因吧！

我闭上眼，一只手放在《迟子建散文》这本书上，回忆起书
中的内容，与文字一起进入梦乡。大概，这就是一种精神的
寄托吧！


